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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学校软实力》

前言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科技和人才方面的竞争愈演愈
烈。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腾飞要依托大学的发展与竞争实力的增强，为此保持高等学校的软实力—
—生态竞争力，不仅直接关系到高校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强盛。随着教育的
国际化，高等学校的“资源输入”和“产品输出”正逐步市场化，世界各国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加剧
，中国高等学校的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如何用生态竞争的理论指导中国高等学校参与竞争是
作者多年来的研究目标。　　高等学校竞争力是高等学校在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的综合能力的反映。高
等学校生态竞争系统是由许多个高等学校组成的竞争主体和其共同拥有的资源所组成的竞争客体构成
。在这个系统中，竞争的主体要按照市场竞争的规律参与教育资源的竞争，同时又要遵循生态的竞争
协同规律，在竞争中共同演进。对于竞争主体来说，要最大限度地激发竞争的动力，克服竞争的阻力
，并做到竞争自律。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则要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使资源环境有序运转，从而
达到高等学校竞争系统的生态和谐。作者试图从生态竞争力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高等学校的发展定位
和发展潜能，实现高等学校和战略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竞争排斥法则演绎了大自然生物
群落在竞争中的生存方式。这一理论的演进带给现代管理的深刻变化是使管理理念的本质要求更加符
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高校如果效法自然的规律，就要树立强化学校特色、张扬学校个性、奠定
自己在教育竞争中无可替代的地位的办学理念。同时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和日益高涨的社会期望
，建立起合作竞争的关系。亚当·布拉顿伯格与巴里·纳尔巴夫教授曾说过：“合作起来把饼做大，
竞争起来把饼分掉。”即高等学校的生态竞争就是通过对资源的合作一竞争走向共同发展。高等学校
的发展趋势应定位在更高层次的竞争与合作上。合作能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可防止内耗、实
现双赢。生态竞争排斥法则的应用价值就在于把竞争引入更高的境界，那便是进入更高层次的竞争，
即共存的、错位的竞争，竞争的结果不是单赢，而是双赢和多赢。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大学排
名热”。应当说，大学排名的出现，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的产物，有利于促进高等
学校之间的竞争，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但是，当前的一些大学排名，由于指标体系设计
不够合理，特别是以规模指标和绝对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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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高等学校软实力:生态竞争力研究》内容简介：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发展，世界各国在科技和人才方面的竞争愈演愈烈。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腾飞要依托大学的发展与
竞争实力的增强，为此保持高等学校的软实力——生态竞争力，不仅直接关系到高校的生存与发展，
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强盛。随着教育的国际化，高等学校的“资源输入”和“产品输出”正
逐步市场化，世界各国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加剧，中国高等学校的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如何
用生态竞争的理论指导中国高等学校参与竞争是作者多年来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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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整合性与变迁性。校园生态文化是新型的校园文化，它改变以往教育中“以人为本”的本位思想
，指出人在这种特定环境中同样具有的主动的和受动的生态互动关系，强调人和环境的发展是协调持
续的。校园生态文化具有蓬勃旺盛的活力，具有持续性与和谐性。　　贺旭辉认为：大学校园文化，
是指一切校园人在校园内部环境和校园外部环境的互动下形成的特定的校园生活方式。它分为三个层
次：第一层是物质文化，主要是指校园物质环境，这是精神文化结晶方式的实体存在；第二层是制度
文化，主要是指各项校纪校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人际交往活动的方式；第三层是精神文化，这
里主要是指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等。由于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并不是简单地认
同、被动地接受，而是根据社会发展与进步以及一个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水平进行新的选择、整合
或排列，故校园文化具有对社会的前瞻性、辐射力以及教育与文化两环境相同的性质。校园生态环境
具有能够展现人的独特性格、使人的智慧获得外化、提升人的审美能力等功能。　　梁保国教授从教
育、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关系着手研究，认为教育可以传递文化，文化的传承具有教育意义。人类用文
化适应环境，也用文化来改造环境，并且通过文化的进化导致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进化。当文化落
后了，不能与环境协调，就会出现生态危机，此时需要教育与文化的迅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使
文化的生态作用体现出来。　　目前，关于校园生态文化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根据生态文化与校园这
个特定生态环境的内涵关系，可以认为，校园生态文化的内涵事实上包含了学校传统和现代文化的观
念生态化、教学生态化、管理生态化和行为生态化。　　5.学生心理生态及教育区域规划　　在我国
把生态学与学生心理健康和教育区域规划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比较少，目前所能检索到的文献有限。
刘取芝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大学生心理失衡与调试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探讨了大学生心理失衡的原
因，具体包括：①心理变化超过生态阈值，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失衡；②生态位错位；③心理系统过
于封闭，违背了系统的动态性特点。文章针对产生的原因，给出了大学生心理调适的一些建议。凌玲
、贺祖斌在对区域教育规划的生态学原则和教育生态学在区域教育规划中的作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
科学的区域教育规划，通过理顺区域教育系统各种内部和外部关系，合理规划区域教育系统的生态环
境，努力确保区域教育系统的输入输出平衡，有效缓解教育生态系统限制因子的影响，优化和调整区
域教育系统的结构，形成区域教育的生态合力，可以提高教育的生态效益，最终实现整个区域教育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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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做学术相关研究参考材料
2、也难为作者了，数据堆积有什么意义！

Page 7



《中国高等学校软实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8


